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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体的个性化图书推荐方法研究

汪英姿

（常州大学图书馆　常州 ２１３１６４）

【摘要】针对目前图书馆馆藏日渐增多致使用户获取资源负担加重的问题，提出一种混合式图书推荐方法。该方

法用语义手段描述图书资源和借阅者，建立用户兴趣与图书资源特征的联系，通过查询修正与基于规则和实例的

推理实现个性化推荐，同时在推荐结果中加入辅助推荐。根据用户的反馈信息分析、调整推荐流程，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传统协同过滤方法的“新用户”和“新对象”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提高推荐的命中率，具有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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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本文系第二批江苏教育改革和发展战略性研究课题重点课题项目“高教园区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Ｚ／２０１２／１２）的研究成
果之一。

１　引　言

　　高校图书馆蕴藏有丰富的图书资源，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模式仅靠用户主动提交查询关键字来获取所需的信
息，属于被动服务模式。近几年来，基于用户兴趣的个性化推荐方法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１，２］。个性化的推荐

方法充分考虑用户以前个人或与其相似的用户群体的偏好，主动帮助用户从大量的图书资源中搜寻出用户可能

感兴趣的资源，并及时推荐给用户。目前，比较流行的推荐方法包括基于内容 （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基于协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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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以及组合式（Ｈｙｂｒｉｄ）的推荐方
法三种模式［２］。

　　本文针对高校读者群具有特定专业背景或研究领
域的特点，分别使用图书领域本体和用户本体来描述

图书资源和读者资源，提出一种基于本体的混合式图

书推荐方法，建立图书资源本体和用户本体，设计推荐

过程模型和语义推理规则，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验证，实

现图书资源个性化推荐。

２　文献总结

　　个性化推荐技术是个性化定制服务［３］的一种。本

体［４］是语义网（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的关键技术，为实现计
算机自动处理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关系提供了支持。将

本体技术与个性化推荐技术相结合，是目前很多计算

机学者较为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本体在个性化推荐

系统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通过本体技术进行领

域知识建模，构建领域知识库；基于本体的语义表示和

规则推理，扩展查询系统的功能或进行基于语义的个

性化推荐。例如文献［５］使用本体和基于规则的推理
技术建立了一个基于情境的音乐推荐系统，通过用户

所处情境、情绪和偏好提供音乐推荐。文献［６］则开
发了一个支持本体的学者信息整合和推荐系统，使用

本体完成了有效的语义化操作。文献［７］则研发了一
个基于领域本体和 ＳＷＲＬ的知识推理型专家系统，根
据患者的体检结果为医生推荐抗糖尿病药物及治疗

方法。

　　本体技术已经在众多的领域中获得了较好的应
用。在图书个性化推荐系统中，不仅需要对图书进行

本体表示，还需要建立读者的本体表示。在个性化推

荐过程中，基于语义自动计算出与读者本体属性最为

接近的图书资源，从而找出最为可能的资源推荐给读

者。文献［８］和文献［９］分别从信息检索和知识表示
的角度，研究了图书馆资源的本体构建技术和方法，并

给出具体的应用，实现了图书信息的基于本体的语义

检索和基于知识的资源组织。文献［１０－１２］则分别提
出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用户本体模型和系统推荐框

架，通过对用户偏好进行分析并建模，实现了对用户个

性化的资源推荐。

　　本文在充分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设计
推荐系统时，不仅考虑读者个人以前的兴趣偏好，而且

将与读者相似的其他读者群的兴趣偏好也作为辅助推

荐参考，同时在推荐的结果中加入评价反馈机制，并设

计混合式的推荐流程，实现对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最大

满足。

３　推荐方法的实施

３．１　本体设计
　　本文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建立本体：确定本体覆盖
的领域范围；确定建立本体的目的；考虑现存的本体资

源；列出本体中的重要概念词语；确定类目与类目的层

次关系；确定类的属性；确定对属性值的描述；创建实

例；检查一致性。图书资源本体主要覆盖图书馆馆藏

概念，目的在于描述馆藏资源，同时必须包含对推荐有

益的概念。根据对图书馆的理解和参考现有的权威图

书分类法［１３］，本文设计图书资源本体的主要类有：馆

藏（书、论文、报纸、期刊杂志等）、资源载体类型（实体

资源、电子资源）、基本属性（宇宙属性、学科属性、功

能属性）、中图分类号、馆藏具体特征（标题、主题词、

主要责任人等）和图书馆，类之间的关系分别用对象属

性（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或数据属性（Ｄａｔａ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对应。本
体类层次结构如图１所示，建立的图书本体即推荐方
法的数据源。本文选用斯坦福大学开发的本体编辑工

具Ｐｒｏｔéｇé４．２构建本体，本体描述语言选择 ＯＷＬ－
ＤＬ［１４］。

图１　图书资源本体的类层次结构

　　建立借阅用户本体主要覆盖用户的基本概念和能
够反映用户行为的概念，目的是表达用户借阅相关的

个性特征，因此本体中大部分为影响用户借阅偏好的

概念。此外，本文采用基于规则的推理方式解决推荐

过程中个性化匹配问题，逻辑规则需要有效的数据源

才能进行推理，而借阅用户本体便是应用规则的数据

源。用户特征信息的获取方式主要有显式获取和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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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两种，很多时候用户并不愿意主动填写表单或问

卷来提供自己的个性信息［１］，因此，目前很多应用都采

取了通过观察用户正常的交互行为，自动推测出用户

的兴趣偏好。本文主要使用隐式获取用户兴趣的方

法，借阅用户本体的主要类有：用户、基本资料（姓名、

性别、隶属等）、教育背景（最高学历、最高学位、最高

学历专业）、学术兴趣（研究领域、科研成就类别）、借

阅记录和借阅兴趣（感兴趣的馆藏及其特征）。其中

借阅兴趣由学术兴趣、教育背景和借阅记录几方面信

息归纳得到，通过本体中实例（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描述具体用
户特征，从而间接反映出用户的个性化行为，类之间的

关系选用对象属性或数据属性描述。本体类层次结构

如图２所示，构建工具与描述语言同图书资源本体。

图２　借阅者本体的类层次结构

３．２　查询修正
　　传统单文本框一键触发查询的用户查询界面已经
无法满足现代用户检索书目的需要，尽管基于关键字

的检索有诸如语义模糊的弊端，但还是有办法减少这

些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解决方案是分类别检索，例

如常州大学图书馆书目检索界面（ｈｔｔｐ：／／２１９．２３０．
１５９．１６５：８０８０／ｏｐａｃ／ｓｅａｒｃｈ．ｐｈｐ）和中国台湾国立中央
大学图书馆馆藏查询界面（ｈｔｔｐ：／／ｏｐａｃ．ｌｉｂ．ｎｃｕ．ｅｄｕ．
ｔｗ／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ｔ）。
　　本文采取分类别多可选条件联合的查询方式，针
对用户的查询不完整、模糊等问题，使用查询修正的方

法进行语义补充。查询修正的主要思想是：解析用户

查询，判断其是否指定了查询的类别，默认是“全部

（ＡｌｌＦｉｅｌｄｓ）”；提取指定的类别与其对应的查询，建立
一个规范格式的“查询索引”；将查询索引转换成

ＳＰＡＲＱＬ［１５］语言在图书资源本体中检索。一个具体的
例子如下：在书目检索界面输入“无线能量传输”并指

定查询类型“标题”或“主题词（关键词）”，其生成的查

询索引结构如表１所示：
表１　查询索引结构

Ｆｉｅｌ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ｄｘＮｏ １
Ｅｖｅｎｔ Ｑｕｅｒｙ
ＤａｔｅＴｉｍｅ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Ｕｓｅｒ 小明

Ｔｉｔｌｅ 无线能量传输

Ａｕｔｈｏｒ ｎ．ｓ．
Ｔｏｐｉｃ／Ｋｅｙｗｏｒｄ 无线能量传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ｎ．ｓ．
…… ……

　　生成的ＳＰＡＲＱＬ查询语句如下：
　　ＰＲＥＦＩＸ ＬＲｏｎｔｏ：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ｏｒ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

２０１２／８／Ｏｎｔｏ＿ＬＲ＿１＃＞

　　ＳＥＬＥＣＴ？ｌｒ？ｓｎ

　　ＷＨＥＲＥ｛？ｌｒＬＲｏｎｔｏ：ｈａｓＳＮ？ｓｎ．

　　　｛？ｌｒＬＲｏｎｔｏ：ｈａｓＴｉｔｌｅ？ｔｉｔｌｅ．ＦＩＬＴＥＲｒｅｇｅｘ（ｓｔｒ（？ｔｉｔｌｅ），“无线

能量传输”，”ｉ”）｝

　　　ＵＮＩＯＮ

　　　｛？ｌｒＬＲｏｎｔｏ：ｈａｓＴｏｐｉｃ？ｔｏｐｉｃ．ＦＩＬＴＥＲｒｅｇｅｘ（ｓｔｒ（？ｔｏｐｉｃ），“无

线能量传输”，”ｉ”）｝

　　｝

３．３　基于规则的推理
　　在完成用户查询的初检后，对其结果进行个性化
过滤，这一步骤主要依靠效用知识（一组逻辑规则）作

用于借阅者本体完成。本文建立推理规则将用户的借

阅偏好与图书资源的某些特征关联起来，推理得到的

结果是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图书资源的某些特征。计算

机并不能完全揣测出用户的喜好，只能通过有限依据

洞察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计算机

只能无限接近人工的推荐。例如实际情况可以这样描

述：用户的科研领域会影响到借阅偏好，因为通常研究

方向是研究人员相对稳定的知识接触范围，一旦发现

用户查找其研究方向之外的资料，可以理解为（但不绝

对）用户在研究中遇到问题或需要此类知识的帮助，在

主要需求内容（用户查询）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研究方

向会影响检索内容的侧重点；对于用户借过多次的书

目，可以理解为用户对这类资源感兴趣，同时可对这类

资源进行分析。本文使用 ＡｐａｃｈｅＪｅｎａ［１６］进行推理工
作，与上例情况对应的ＪｅｎａＲｕｌｅ描述如下：
　　＠ｐｒｅｆｉｘＵｏｎｔ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ｏｒ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１２／

８／ＵｓｅｒＯｎｔｏ＿３＃＞．

　　＠ｐｒｅｆｉｘＬＲｏｎｔｏ：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ｏｒ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

２０１２／８／Ｏｎｔｏ＿Ｌ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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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ｃｌｕｄｅ＜ＲＤＦＳ＞．

　　［ｒｕｌｅ１：（？ｕｓｅｒＵｏｎｔｏ：ｈ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ｒｆ）（？ｕｓｅｒＵｏｎｔｏ：ｈａｓ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ＬＲ？ｌｒ）（？ｒｆ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ｓｆ）－＞（？ｌｒＬＲｏｎｔｏ：ｈａ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ｆ）］

　　［ｒｕｌｅ２：（？ｕｓｅｒＵｏｎｔｏ：ｈａｓ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Ｂｏｒｒｏｗ？ｍａｘｌｒ）（？ｍａｘｌｒＬＲｏｎ

ｔｏ：ｈａｓＴｏｐｉｃ？ｔｐｃ）－＞（？ｕｓｅｒＵｏｎｔｏ：ｈａ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ｔｐｃ）］

　　与普通过滤不同的是，定义规则只为在初检结果
中筛选出可享受加权的资源并将高权重的资源排至结

果列表前端，并不删除剩下的结果。这种过滤更像一

种排序，考虑到一般用户只会关注结果列表的前几页，

会“忽视”后面的结果内容，所以本文将这种排序视为

过滤方式。为保证结果的完整性，保留了被过滤掉的

记录。

３．４　推荐方法
　　设计了以下方法以完成推荐，推荐过程的主要步
骤如图３所示：

图３　推荐过程

　　推荐的主要依据是用户的查询和用户的借阅偏好。
　　（１）获取用户查询Ｑ。用户登录后输入查询Ｑ，其

中Ｑ＝｛（ｃ１，ｑ１），（ｃ２，ｑ２），（ｃ３，ｑ３）…（ｃｎ，ｑｎ）｝，即

查询中用户指定的需求类别ｃｉ和需求值ｑｉ。
　　（２）处理用户查询。查询修正模块加载用户查询
Ｑ处理，生成查询索引ＱＩ并临时存储。
　　（３）检索满足用户查询的资源。根据ＱＩ中每个元
素的具体情况和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查询索引ＱＩ转

换成对应的ＳＰＡＲＱＬ语句Ｑｓｐａｒｑｌ，并在图书资源本体中检

索出满足条件的资源集合ＬＲ＝｛ｌｒ１，ｌｒ２，ｌｒ３… ｌｒｎ｝。

　　（４）获取当前用户个性化特征信息。加载借阅者
本体中当前用户实例 Ｉｃｕｒｒｅｎｔ对应的借阅偏好信息集合
ＵＰ＝｛ｕｐ１，ｕｐ２，ｕｐ３… ｕｐｎ｝。
　　（５）获取个性化过滤条件。当前用户本体实例
Ｉｃｕｒｒｅｎｔ与推理规则集Ｒ结合进行推理作业，将用户借阅
偏好转化为图书馆馆藏资源特征集 ＬＲＦ＝｛ｌｒｆ１，ｌｒｆ２，
ｌｒｆ３…ｌｒｆｎ｝。
　　（６）检索满足个性化特征的馆藏资源。以 ＬＲＦ为
过滤条件对初检结果 ＬＲ进行再度甄选，得到复检结
果ＬＲ′＝｛ｌｒ１′，ｌｒ２′，ｌｒ３′… ｌｒｎ′｝。
　　（７）结果排序。对复检结果 ＬＲ′中的每个资源计
算其对当前用户的满足程度，用总权重Ｃ表示：

Ｃ＝∑
ｎ

ｉ＝１
∑
ｍ

ｊ＝１
ｋｉｊｗｉｊ （１）

ｗｉｊ：ｕｐｉｌｒｆｊ

　　其中，ｗｉｊ表示用户借阅偏好；ｕｐｉ对应馆藏资源的
特征 ｌｒｆｊ的契合度，默认值为１；ｋｉｊ表示某条规则生效
后的影响系数，０＜ｋ≤１，每条规则因其对最终结果的
影响程度不同而分配不同的系数。最后按每个资源总

权重值降序排列推荐给用户。

　　上述步骤中，最终的推荐结果列表由两部分组成。
因为ＬＲ′ＬＲ，所以结果列表的前端部分（即ＬＲ′部分）
为经过排序处理的复检结果，余下部分为初检结果中被

个性化过滤掉的部分。余下部分的结果通过统计借阅

次数（ＴｏｔａｌＮＯＬ）与用户评价（Ｒａｔｅ）进行排序，用Ｓ表示
每个资源的分值，按降序排列返回，Ｓ计算公式如下：

Ｓ＝Ｒａｔｅ×ＴｏｔａｌＮＯＬ （２）

　　除上述主要推荐方法，本文还整合其他形式的推
荐，它们之间并不冲突。每一本书都会有相应的借阅

记录，在推荐最终结果列表中，当用户选中某一本书查

看详细信息时，在信息末尾加入两组辅助推荐信息：借

过这本书的用户还借过；您可能感兴趣的资源。第一

项由统计借书记录得到；第二项则是采用经典的协同

过滤算法思想计算用户之间相似度，寻找与当前用户

最为相似的用户曾经借过哪些书目，用户之间相似度

采用余弦相似度［１７］计算公式得到：

ｓｉｍ Ａ，( )Ｂ ＝ｃｏｓＡ，( )Ｂ ＝
∑
ｎ

ｉ＝１
Ａｉ×Ｂｉ

∑
ｎ

ｉ＝１
Ａ２槡 ｉ× ∑

ｎ

ｉ＝１
Ｂ２槡 ｉ

（３）

　　其中，Ａ（当前用户向量）和 Ｂ是从用户基本信息
和借阅偏好中选出的可量化的特征组成的向量，用来

代表用户，ｓｉｍ（Ａ，Ｂ）值越大，Ｂ与 Ａ越相似。通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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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推荐方法与辅助推荐方法组合提高推荐效果，尽

可能让用户找到满意的结果。

３．５　反馈机制
　　通过用户的反馈信息对推荐流程进行检查与调整
是一种常用有效的手段。本文认为在推荐过程中允许

用户反馈十分重要，因此，设计反馈模块让用户分别对

使用推荐的全过程进行满意度反馈和对已借书目内容

进行评价。对全程使用满意度用 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１８］进行
统计，对已借书目评价用电子商务网站常用的星级进

行统计。两种反馈需分开进行，全程使用满意度在推

荐结束时给出，书目内容评价须在用户阅读其内容后

给出，如此安排是考虑到推荐的结果若在理论上和逻

辑上确是用户所需，但是用户受到所处情境的客观影

响与主观改变（如天气突变、疾病等）会间接导致对结

果的不满。反馈信息将被保存，据此更新本体、语义规

则及影响系数等。反馈模块加入推荐方法的循环周期

也提供了整个方法自身的可伸展性。

４　实验验证

４．１　实验设计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推荐方法的有效性，设计两组
实验从不同角度对推荐过程进行评估。实验开始设计

了一个Ｄｅｍｏ系统用于实施推荐方法，系统模型架构
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Ｄｅｍｏ系统模型架构

　　该模型架构总体分三层：数据层、逻辑层和界面层。
用户在查询界面输入查询，经查询修正模块处理，在馆

藏资源本体中检索获取初检结果；个性化匹配模块依靠

ＡｐａｃｈｅＪｅｎａ组建，接收初检结果并管理语义规则与本
体，通过推理操作完成个性化过滤阶段；最终复检结果

送入排序模块，结果呈现在结果与反馈界面；辅助推荐

模块在结果列表中添加额外的推荐信息；反馈模块负责

管理反馈信息；管理员界面可对全系统进行设置。

　　实验的数据样本中，馆藏资源样本来自于常州大
学图书馆系统数据，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１３］２２个大类
中（工业技术类包含下一级子类），每一类随机选取３０
本书目。用户样本选自常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部分研究生共３０人。另外，由６位老师组成的专家小
组将对推荐结果进行人工评价。

４．２　第一组实验及结果分析
　　采用查准率（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查全率（Ｒｅｃａｌｌ）和 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为标准评估推荐方法的实际表现，其公式如下：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Ｎｏ．ｏｆＦｏｕ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ＢｏｏｋｓＮｏ．ｏｆＦｏｕｎｄＢｏｏｋｓ （４）

Ｒｅｃａｌｌ＝Ｎｏ．ｏｆＦｏｕ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ＢｏｏｋｓＮｏ．ｏｆＴｏ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Ｂｏｏｋｓ （５）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２×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ａｌｌ （６）

　　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式（４）中，由于每一次推荐结
束用户一般只会在结果中选取至多３本书借阅，如果
以用户最终选择的结果作为公式中的分子，查准率会

普遍很低。本文认为虽然用户只选择了至多 ３本书
目，但是并不代表结果中剩下的书目就是不相关内容，

所以委托专家小组对这些图书进行了人工鉴别，归纳

出符合当前用户需求的图书并以此作为公式（４）和公
式（５）的分子，其他方面正常计算。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评估用户对整个推荐过程的满意
度，共设计了５个ＬｉｋｅｒｔＩｔｅｍ，具体设计如图５所示：

图５　评估用户满意度的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

　　实验结果分别如表２和图６所示。其中表２呈现
了不同数量用户使用时系统的实际效果，数据为对应

用户数的平均值。取３条记录结果的平均值可得，系
统的查准率约为６９．０％，查全率约为８５．８％。但从３

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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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系统性能实验结果

用户数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ｃａｌｌ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

１０ ０．６６６ ０．８５２ ０．７４８
２０ ０．６９４ ０．８５９ ０．７６８
３０ ０．７１０ ０．８６３ ０．７７９

图６　用户满意度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的结果

条记录结果分布看，查准率和查全率应略高于这个平

均值，使用人数越多数据变动越小，由结果可以看出，

推荐方法效果良好。图６的 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中，将同意程
度按１到５表示，越高则越认同。显示的结果为所有
参与反馈的用户结果的平均值，可以看出，５项中有４
项高于总分的６０％，除第４号 ＬｉｋｅｒｔＩｔｅｍ的认同程度
较低（响应速度）外，用户对推荐过程基本满意。

４．３　第二组实验及结果分析
　　将该推荐方法与传统的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方法
做横向比较，评测标准采用平均绝对误差 ＭＡＥ（Ｍｅ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平均绝对误差可用于衡量预估值与
实际值之间的平均差异，其值越小说明推荐效果越好。

ＭＡＥ的计算公式如下：

ＭＡＥ＝１ｎ∑
ｎ

ｉ＝１
ｆｉ－ｒｉ （７）

　　其中，ｆｉ表示对用户推荐的预估评分值集｛ｆ１，ｆ２，

ｆ３… ｆｎ｝，ｒｉ表示用户的实际评分值集｛ｒ１，ｒ２，ｒ３… ｒｎ｝。
实验中分别在用户的教育背景、科研领域、科研成果类

别、借阅信息统计（借阅最多、最近借阅）几个方面预

定义５个规则，包括每个规则的影响系数。推荐预估
分值用个性化匹配中的每个资源获得的总权重表示；

实际评分由用户对书目内容的评价（５星制）转换成百
分比乘以当前推荐生效规则总数（如３．４节所述，每条
规则对应权重最高为１）表示。
　　实验结果如图７所示。随着用户数量增加，ＭＡＥ
值逐渐下降，当用户数增至一定数量，ＭＡＥ值变化趋
于稳定。可以发现本文提出的推荐方法整体 ＭＡＥ值

图７　推荐方法比较结果

较小，相比传统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方法具有更好的

推荐效果。

５　结　语

　　信息过载使得研究人员在图书馆中查找资料的效
率下降，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本体的混合式图书推荐方

法，通过修正用户的查询和个性化匹配得到满足用户

需求与兴趣的图书资源。此外，组合了辅助推荐方式

提供间接的支持，提高了推荐命中的可能性。由于采

用基于规则的推理完成个性化匹配，面对新加入的没

有使用记录的用户与未获得一定数量评价的对象，某

些根据用户的历史记录或对象评价信息制定的规则无

法使用，但是根据其他方面制定的规则依然可用，可见

本文提出的方法受传统协同过滤方法的“新用户”与

“新对象”问题的影响不大，新用户与新对象可照常参

与推荐。经实验验证，该方法可行并具有良好的效果，

能够提高图书借阅质量。下一步的工作是研究更科学

的流程部署，例如在用户查询的同时预加载个性化匹

配模块，提高推荐过程响应速度；继续研究用户借阅偏

好与图书特征之间的联系，调整扩充语义规则以应对

更多的用户特征，提高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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